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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小晶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

最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思想引领，高质量发展就是为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

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体育赛事是

体育产业的核心和引擎，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很大，具有高度的参与性、带动性和持续

性，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还能有力推动体育产业和促进区域经

济的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充满

活力、可持续发展的赛事经济具有深远的

战略意义。

一、创新发展：驱动赛事经济高质

量跃升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通过引入新的技术、商业模式

和管理方式，能够提升赛事的运营效率和经

济效益，推动赛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对健康、娱乐、文化等多方面的需

求。

创新赛事模式，深度融合体育与旅游、

文化等产业。北京通过创新赛事模式，提出

“一赛一品牌”“一赛一会展”“一赛一特许”

“一赛一路线”“一赛一活动”“一赛一潮玩”

“一赛一平台”等举措，丰富了赛事内涵，吸

引了大量群体，形成了多元化消费场景，构

建了“参赛—消费—传播”闭环效应，有效带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体育赛事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创新运营模式，立足“政府引导、市场化

运作”，提升赛事产业链资源整合配置能力，

鼓励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厚植专业化优

势，提升办赛能力、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通

过与科技、金融、传媒等行业的跨界合作，拓

展赛事经济的发展空间。

创新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

策，引导赛事经济的发展。《提振消费专项行

动方案》提出“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支持各

地增加优质运动项目和特色体育赛事供

给”，为赛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通

过金融手段支持赛事经济的发展，鼓励发展

股权融资，提升体育产业直接融资比重。

创新科技应用，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前沿技术，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参与

度。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赛事的组织和管

理，提升赛事的运营效率。

二、协调发展：构建赛事经济全域

融合新格局

协调发展是构建赛事经济全方位格局

的核心理念。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

协同、促进产业融合等策略，实现可持续发

展。

赛事经济的发展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充

分发挥各区域的优势，避免资源浪费和同质

化竞争。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通过整合资

源，举办跨区域的体育赛事，可实现区域内

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广东、香港、澳门共同

承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三地协同

提升了赛事的影响力。

赛事经济的发展需要城市立足自身资

源禀赋，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赛事体系。北

京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坚持“五

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发挥

体育赛事“经济+”拉动作用，以北京双奥国

际赛事名城建设为契机，形成具有高持续

性、高知名度和高商业价值的横向联系、上

下贯通的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优化整

合体育空间资源和赛事资源，构建“一环、四

区、N场景”赛事布局，推动构建“赛事+”生

态发展格局。

三、绿色发展：引领赛事经济生态

化发展新路径

绿色发展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赛事经

济的绿色发展需要贯穿赛事的全过程，从

赛事策划、组织、运营到赛后利用，都要体

现绿色理念。赛事组织方应积极采用环保

技术和材料，减少赛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杭州亚运会主火炬使用零碳甲醇燃料，带

动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赛事应制定明确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场馆建设到运营，要借

助新能源技术，减少碳排放。北京冬奥会

“冰丝带”场馆采用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不

仅提高了制冰效率，还减少了对环境的影

响。通过落实绿色办赛理念、推动绿色产业

融合、应用绿色科技创新，赛事经济不仅能

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为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力量，推动赛事经济与生态环

境的协调发展。

四、开放发展：拓展赛事经济国际

化新空间

开放发展是提升赛事经济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重要途径。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是打造国际一流赛事的关键

手段。作为“双奥之城”，北京凭借丰富的办

赛经验和强大的城市资源，已申办成功2026

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27年世界田径锦

标赛、202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等国际知名赛

事。通过引入国际赛事，不仅学习借鉴了国

外先进的赛事运营管理经验和技术，还可能

吸引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赛事品牌运营、体

育经纪、体育金融、体育保险、体育咨询等企

业落户或设置区域总部，进一步提升赛事资

源的全球化配置水平。

鼓励“走出去”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交流

是开放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经济角度看，有助于拓展国际市场，吸引

国际资本与人才，推动赛事经济的全球化发

展；从文化层面审视，能够传播中国体育文

化与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从社会

视角分析，参与国际交流可以增强国际体育

合作，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提升中国

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五、共享发展：赋能赛事经济普惠

型新价值

共享发展是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目标与价值取向，其关键在于实现赛事

成果的广泛普惠。通过共享赛事资源，降低

参与门槛，让更多人能够观赏高水平赛事，

促进体育人才的培养，提升全民体育素养，

使群众在赛事经济带动下积极参与体育活

动，共享健康与快乐。共享发展能够优化资

源配置，减少闲置与浪费，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此外，共享机制还能促

进社会公平，推动赛事经济效益更好地惠

及当地，带动旅游业、餐饮业等服务业发

展。在国际化层面，共享发展能够提升赛事

品牌价值与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参

与者和观众，展示国家形象、综合国力和文

化魅力，为赛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是打造高质量赛事经济的根本遵

循。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内在动力；协调

发展，构建全方位格局；绿色发展，走生态路

径；开放发展，拓展广阔空间；共享发展，实

现社会价值，才能推动赛事经济在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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